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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的三重逻辑

尚洪波 王 刚

［摘 要］ 理想信念是一种价值体系，理想信念的确立和巩固也是一个动态培育的过程。新时

代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常态化，而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则需要通过制度化加以保障。从历史逻辑

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形成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主题、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为

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历史借鉴。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

想信念教育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提供了理论渊源、理论依据和理论遵循。从实践逻辑看，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畅通学校

教育主渠道，以网络教育为补充，以社会实践教育为验证。新时代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

［关键词］ 理想信念教育; 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

理想信念是一种价值体系，理想信念的确立和巩固也是一个动态培育的过程。新时代理想信念

教育需要常态化，而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则需要通过制度化加以保障。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

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

紧团结在一起”① ; 十九届四中全会又从制度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提出，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②。那么，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什

么? 怎样推动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成为我们亟待研究和回答的重要课题。

一、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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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共同的理想信念就是共产主义。在这个共同理想信念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勇敢

前行，才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历

程中的理想信念教育，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 一) 教育主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柱。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党的

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会，也不是

与广大群众毫无联系的社会团体，而是“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先锋队，因此，每位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

者”，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①，从而使党员干部“去接受

‘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②。由此，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

义信仰教育就逐步成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主题。大革命时期，由于当时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

素养的群众非常少，党提出，革命群众首先要加入党组织，然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

理论之机会”③。土地革命时期，党在苏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专门对党员群众进行经常性的、组

织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全面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胜利的精神动力问题，毛泽东提出，

“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④，因此，全党要“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⑤。对此，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

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⑥

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党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

事业服务，而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必须加强理论信念教育。如当时党中央就根据党员的理解能

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内容分为循序渐进的三级，即“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即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第三级，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⑦。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

习近平等历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始终视理想信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

如邓小平就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⑧

胡锦涛把理想信念看作是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总闸门”和“总开关”，他认为，“理想的滑坡是最致

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⑨习近平更是把理想信念比作精神之“钙”，他说:“没有理

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瑏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

产主义信仰是理想信念教育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和永恒主题，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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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经验。

( 二) 教育内容: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与时俱进

理想信念根源于社会实践，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需要与时俱进，即党

的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①。那么，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随什么

而变化呢?

众所周知，理想信念教育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真理，

但要发挥其改造世界的伟力，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而要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广大群众掌握，就必须及时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即理想信念教育

的内容要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而不断与时俱进。党成立到七大以前，党的理想信念教育主要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为主要内容，即“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②。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

思想就被纳入到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之中，“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

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

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们也逐步被纳入到理想信念教育内容

之中，从而使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不断与时俱进。当然，这些教育内容的增加，并没有影响理想信念教

育的教育主题。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们与马克思列宁主

义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例，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并“以崭新的思想内容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④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⑤。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党员群众进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

主义信仰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为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使理想信念转化为党员群众的坚定信仰，

内化为共产党人舍生取义的动力之源。

( 三) 定之以规: 坚持以制度为保障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

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主题和教育内容要做到常态化，需要制度化加以保障。理想信念教育只有

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才能确保其常态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强调以制度为载体推进理想

信念教育。党的一大提出，“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工人学校”，并使之成为“工人政党的中心机

构”⑥。成立各种“学校”，如工人学校、自修大学、补习夜校、马克思主义学校、党校等，对广大工农群

众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192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教育宣传问题决

议案》中强调:“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材

料”⑦，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时事政治的教育。1924 年 5 月，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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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决议案》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①的任务。井冈山时期，党创造性地提

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有力地凝聚了红军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

“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②的任务，党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随后与中央宣传部合并，并由中央

宣传部领导干部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作出创办高级党校的决定，马列学院、军政学校、

中等学校等相继建立起来，担负政治理论教育的任务。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理

想信念教育的规定，如《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 草案) 》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理论武

装的现实情况和迫切要求，党中央通过颁布干部教育规章制度，如《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

《关于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规定》《关于建立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的

意见》等，特别是 2006 年 1 月，党中央制定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试行) 》，这是第一次以党内法

规的形式对干部教育作出制度规定，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

入推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体制和评价机制改革创新，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

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2018—2022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等制度，进一步推进了

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化③。

二、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 一) 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理想

信念教育的理论。一是理想信念是理想和现实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哲学家们只是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理论与

现实问题、人类解放和时代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烈的现实性。一方面，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对不合理的现实问题的改变。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

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⑤ 这里的现存状况指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关系。因

为“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 机器和货币) 。”⑥因此，“共产主义运动就是

一个消灭‘现存状况’和‘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过程”⑦;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代表绝大多

数人利益的，从而体现出现实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⑧ 因此，共产主义理论信念立足于改变现实，又高于现实，其终极旨趣是实现人

的全面自由发展。二是理想信念是彻底性和先进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

变成物质力量”。⑨ 理论必须彻底才能掌握群众，“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瑏瑠马克思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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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一定发展规律支配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过程。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

主义社会中最普遍、最一般的商品入手，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从而得出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

历史走向。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提出是在现实中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是马克思对事物

本质规定性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其理论的彻底性和先进性。三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离不开执政党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彻底的理论要想转化成革命的力量离不开理想信念教育。马克思、恩格斯通过

起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同盟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等党的纲领和文献，通过发表《哥

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文章，对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在教育形式上，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灌输”。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宁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丰富和

发展，形成了灌输理论。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

灌输进去”①，他强调了向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化灌输意识、优化

创新灌输方法、保证灌输效果等对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 二) 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理论。毛泽东非常重视理想信念教育，他

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② 他高度肯定共产主义的指导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谈理想信念问题，首先必须回答的是: 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信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从

理论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

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③

其次是通过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毛泽东提出，把理想信念教育

和解决人民群体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如民主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这就是实现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就带领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坚持抗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

中国，从而坚定了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一方面，邓小平肯定了理想信念作为精神力

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把全国人民团结和组织起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关键要靠“理想”④; 另一方面，邓小平高度关注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方法。如针

对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造成的混淆是非、消极涣散、个人主义思想泛滥等问题，邓小

平提出，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教育人民和培养四有新人。江泽民也提出，“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信念……使精神力量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物质力量”。⑤ 胡锦涛同志也强调，

“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⑥ 这就从精神动力上强调了理想信念

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基础性作用。

( 三) 理论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⑦ 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革

命和建设时期，取得一系列的成绩离不开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他从共产党长期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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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对理想信念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并赋予这一问题新的时代内容。一是关于理想信念的

内涵。习近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①新时代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引导广大党员“把践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② 二是关于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分别从共产党人生存发展的根基、党的执政地位、党员个人成长的角度进行阐述。习近

平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③针对当前个

别党员理想信念缺失、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关乎我

们党兴衰的角度阐明其重要性。“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④同样，理想信念的坚定不仅关乎国家、执政

党的命运，也和个人成长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以理想信念“钙”之喻、“总开关”“总钥匙”

“压舱石”等比喻阐述了理想信念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缺乏理想信念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

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三是关于如何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问题。习近平强调，要“把理

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⑤来抓，通过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真学、

真懂、真信、真用，从而提升党员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三、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生动实践，主要包括: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畅通学校教育主渠道，以网

络教育为补充，以社会实践教育为验证，它们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共同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

( 一) 举旗定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新时代推进理想信念教育需要举旗定向，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掌握、信仰和捍卫真理“是

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⑥。这说明，坚定理想信念，需要思想理论的坚定，而思想理论的坚定，需

要用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来武装头脑，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党的最新理论

创新成果。因此，新时代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根

本遵循，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 开展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 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教育; 开展马克

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教育; 开展“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教育。只有积极开展这

些教育，才能真正掌握、信仰和捍卫真理，才能“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

团结在一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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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文化滋养: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的“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

基因”①，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资源。要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成为理想信念教育

的重要内容。同时，要推进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特别是要将红色文化融入到理想信

念教育中。一是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并融入到理想信念教育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的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如“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为人”的奋斗思

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邦济世思想、“舍生取义”的献身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

担当思想等。在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

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 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要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民本思想”“仁政社会”的价值目标、“修己慎独”“厚

德载物”“言行一致”的道德理想、“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等内容，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之中，使这些内

容内化为受教育者的自觉信念。二是实现红色文化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同向同行。红色文化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先进文化。包括遗迹、遗址等自然景观，纪念馆、纪

念碑等人文景观，党的方针政策等制度性红色文化以及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精神性红

色文化。新时代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实现红色文化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同向同行，可以采取实

地调研、体验等方式唤醒红色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文化记忆。不论是“坚定理想”的红船精神，“坚

定执着追理想”的井冈山精神，还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精神、“两高一大”的雨花英烈精神、

“敢为人先”的改革开放精神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对实现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要充分利用好红色资源，解决新时代“用什么

培养人”“如何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 三) 畅通主渠道: 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理想信念教育一体化建设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

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③大中小学

思政课理想信念教育一体化是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现实需要。一是实现教育目标和

课程内容的一体化。在教育目标方面，各学段在“立德树人”根本目标指引下，遵循理想信念教育规

律，结合不同学段教育对象的成长特点，统筹设计各学段的培养目标，小学阶段重在启蒙理想信念的

道德情感，中学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和提升政治素养，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从而实现教育

目标由情感性目标向知识性目标、价值性目标梯次提升，形成教育目标的一体化。与此相对应，在课

程内容方面，要遵循教育对象的认知规律，设计体现不同学段特点的课程内容。小学阶段重在开展

理想信念启蒙性学习，增强理想信念的情感认同; 中学阶段重在开展理想信念体验性学习和常识性

学习，打牢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基础和政治认同; 本科及以上阶段重在开展理想信念理论性学习和

探究性学习，增强理想信念的使命担当。二是加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一体化课程

群建设。依据大中小学各学段特点，构建理想信念教育的课程体系，把理想信念以一种隐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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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在各学段其他学科的课程教学中，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协同育人效

能。三是推进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针对目前教材体系设计“未能很好地彰显不同学段教学规律的

特殊性和整体性，应有的价值链条尚不清晰”①的问题，要对思政课教材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推进各

学段教材有机衔接，深入发掘不同学段的理想信念教育资源，形成思想认识逐步加深、理论难度梯次

递进、教学重点科学区分的一体化理想信念教育教材体系。

( 四) 网络是阵地: 积极开展网络理想信念教育

在认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课堂主渠道基础上，还要积极开展网络理想信念教育，这是理想信

念教育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一是要加强互联网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建设。网络理想信念教育内

容“教什么”直接关系到理想信念教育效果的达成。一方面，必须保证教育内容的科学性，要从理

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上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以及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 另一方面，

要保证教育内容的时代性，网络理想信念教育内容要结合时代特点和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而与

时俱进，从而使教育内容与时俱进。二是通过网络宣传形式、方法、手段创新，提升网络理想信念

教育的吸引力和亲和力。互联网不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也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阵

地，要增强网络理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不仅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还要解决“怎么教”的问题。

网络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方式要切合“数媒一代”群体的接受方式和认同习惯，通过多样的话语呈现，

实现从“被动灌输”到“主动选择、接受”的转变。三是综合运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

媒体等融媒体，创新理想信念教育方式。发挥全程媒体对理想信念教育的全程性、追踪性、完整性的

特点，对理想信念教育施加全程性影响; 发挥全息媒体的技术特点，通过 AR、H5、音视频等多样信息

传播形式为受教育者带来理想信念教育的全新体验; 发挥全员媒体“人人皆是麦克风”的特点，倾听

受教育者观点、看法，回应受教育者对理想信念教育的关切; 发挥全效媒体精准、高效传播的特点，了

解不同群体受教育者的反馈，有针对性的更新、调整理想信念教育策略。“四全”媒体为党和国家推

进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继传统媒体之外的新形式，也是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和渠道的重要

补充。

( 五) 行动是关键: 在社会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只有落实在行动上才能实现其价值，要把理想信念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实践大课堂相结

合，解决理想信念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验证问题，主要包括三种社会实践形式: 一是案例式社会实

践。充分整合社会各方面优质资源，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特别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主的案例式社会实践教育，在深入理解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丰富理想

信念; 二是体验式社会实践。开展以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右玉精神、西迁精神、

劳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为主的体验式社会实践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坚定理想信念; 三是比较

式社会实践。组织受教育者赴国外调研，帮助受教育者在中外比较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

自信”。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推动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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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理想信念教育

的思想理论，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理

想信念教育的生动实践，为新时代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实践基础。新时代推进

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

( 责任编辑: 蒋永华)

The Threefold Logic of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HANG Hongbo，WANG Gang

Abstract: Ideals and beliefs constitute a value system，whos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is a dy-
namic process that requires relentless cultivation． The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calls
for normalization，which needs to be protected by institu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
cal logic，the education theme，content and system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develop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eriods，has provided promo-
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ith histori-
cal re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the ideals and beliefs theories of Marxist clas-
sical writer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provided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
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ith theoretical origin，basis and re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als and be-
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adop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for a New Era as guidance，incorporat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ideals and beliefs ed-
ucation，streamline the main channel of school education，supplement it with online education，and
verify its effect with practical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 the unity of historical，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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